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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粉虫、黑水虻和白星花金龟，名不见
经传的三种小虫子，衍生出一条“金色”产
业链，而这一切就发生在玛纳斯县包家店
镇塔西河村。

8月16日，记者来到位于塔西河村的
新疆农业大学驻玛纳斯环境昆虫转化有机
废弃物产业化研究基地一探究竟。

这是一处占地180余亩的独立院落，4
座共 2000 平方米的大棚格外显眼。大棚
内，近万盘昆虫饲养容器整齐码放在架子
上，里面住着黄粉虫、黑水虻和白星花金龟
3 种昆虫。这些昆虫吞食厨余垃圾、畜禽
粪便、作物秸秆，实现有机废弃物的转化利
用。基地研究团队的带头人是新疆农业大
学马德英教授，他带领10多名博士、研究
生，开展“三元”生物转化有机废弃物技术

模式研究已有4年多的时间。
“昆虫是如何转化厨余垃圾的？”记者

好奇地问。马德英介绍说：“简单地说，就
是把厨余垃圾进行固液分离，然后将固形
物用麦麸调和投喂给黄粉虫，将液体投喂
给黑水虻，两种昆虫可将厨余垃圾转化为
自身优质蛋白，也就是黄粉虫活体，可以用
来喂鸡等，发展生态养殖业。白星花金龟
可以将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废弃物转化
为有机肥，用来发展生态种植业。吃了高
蛋白虫饲料的生态虫子鸡鸡冠红亮、羽毛鲜
艳、肉味鲜美，在昌吉、乌鲁木齐、克拉玛依
等地深受消费者青睐。”

生态虫子鸡是“环境昆虫转化有机废
弃物”系列科研成果转化项目之一，整个过
程实现无废弃物循环，可以有效降低养殖

户饲养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目前，该项
目已带动20户农民实现增收。

8月8日，中国昆虫学会昆虫与绿色发
展和有机废弃物资源化研讨会与会人员到
基地观摩学习。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
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葛均青说：“把小
虫子做成了大产业，‘三元’生物转化有机
废弃物技术模式在全国具有很好的示范效
应，我希望把这一绿色产业越做越大，越做
越好。”

据了解，目前，该基地年转化有机废弃物
500吨，年出栏虫子鸡1万羽，销售虫砂生物肥
100吨，这条“金色”产业链产值已突破1000万
元。基地研究团队已获授权发明专利4项和实
用新型专利1项；正在申请发明专利2项，其中
国际1项，均已进入实质性审查阶段。

本报讯 通讯员常燕报道：
今年以来，昌吉州社会保险中心
积极探索开展“正向激励 反向监
督”党员积分管理试点工作，制定
了与科室绩效考核、公务员平时
考核同体系推进的党员积分管理
办法，形成党员履职的“明白账”
和党性状况的“晴雨表”，以“小积
分”激发“大活力”，有力推动创建
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的模范机关。

“党员积分管理让党支部有
了‘硬抓手’，党员争先创优的干
劲显著增强了，支部的战斗力、凝
聚力和号召力也明显提升了。”昌
吉州社会保险中心第一党支部书
记郭建良说。

完善积分制度。昌吉州社会
保险中心坚持以深入实施“三学
三亮三比”争当先锋行动为载体
和抓手，围绕党员“干什么”“干成
怎样”和支部“怎么评”“结果怎么
用”，探索党员积分与“四个合格”
党员评定挂钩的机制办法，制定
了《昌吉州社保局党员积分管理
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广泛征求
州直机关工委、各支部和党员干
部的意见和建议，以明确的考核
标准全面准确地评价工作业绩和
工作效能，进一步规范党员管理。

细化积分标准。昌吉州社会
保险中心从政治合格、执行纪律
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等
四个方面着眼，围绕理想信念、对
党忠诚、政治规矩、组织纪律、道
德观念、品行端正、履职尽责、服
务群众8项内容制定具体科学的
积分量化标准，将党员学习教育、
参加组织生活、遵守纪律规定、维
护社会大局稳定、服务参保群众
等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情况
纳入积分体系中，规范细化每项
分值，明确加分项和减分项，保障
党员量化积分有章可循。

强化结果运用。昌吉州社会
保险中心将季度党员积分评定结
果作为年底党员民主评议、评选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
者的重要依据。今年第二季度，
昌吉州社会保险中心共参加积分
评定党员33人，结果为优秀的党
员 11 人，结果为合格的党员 22
人，积分在 95 分以上的党员达
85%，3 名党员因受到监督执纪

“第一种形态”处理被取消季度评
优资格。“小积分”既是监督党员
履行义务、遵规守纪的“硬杠杠”，
又是激励党员积极工作、创先争
优的“兴奋点”。

“我们通过开展党员积分管
理试点工作，调动了党员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党员教育由传统的说教式被动接
受，逐步转向积分制主动感受，通
过每季度积分公示，每位党员看
到了自己的差距，形成了‘比学赶
超’的良好氛围，党支部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昌吉州社
保中心党总支书记李永发说。

满目葱茏，绿树成荫，成片的金叶榆
随风摇曳，整个矿山被绿色环抱……8 月
15 日，全国首个生态日，记者走进位于昌
吉市硫磺沟镇的新疆宝平准南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矿区内鸟语花香，雨后空气湿
润清新，公园凉亭掩映在绿树之中，仿佛
置身美丽的花园，让人很难相信这里曾是
飘散着煤屑煤灰的灰色矿区。

“看，这是我们员工自己种的蔬菜，长
得多好。”新疆宝平准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工程师杨志一边走一边介
绍。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一畦畦
的西红柿、生菜等蔬菜长势正旺，有些已经
可以采摘了，“现在我们的员工下班之后有
跳广场舞的、打羽毛球的……矿区环境好
了，员工精神面貌也提升了，企业的凝聚力
和创新活力随之增强。”杨志说。

自2017年起，新疆宝平准南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坚持“安全规范、科学环保、绿色
生态、和谐发展”理念，积极创建绿色矿山，
累计投入近8亿元对矿井各生产系统进行

改造，先后建成了储煤能力20余万吨的水
循环利用、“零排放”的大型全封闭储煤仓，
新建了日处理200立方米污水的处理设施
等，将矿区划分为生产区、管理区、生活区，
实现了道路硬化、亮化，完成矿区绿化440
亩，还建成了果园和小游园等。

昔日常常飘散着煤屑煤灰的灰色矿区
如今披上了绿装，大家春天观花、夏天看
草、秋天品果、冬天赏雪，不少小动物也闻

“绿”而来。“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不少鸟儿的
家园，前几天我还见到了松鼠在这儿栖息
觅食。”在煤矿工作了十余年的努尔不拉提
高兴地说。

作为企业的老员工，努尔不拉提亲眼
见证了矿区环境的变化。“以前矿区的工业
区和生活区没有分开，而且全是土路，生活
条件较差，现在矿区里全都铺上了沥青路，
还建起了小公园，我们下班后来到小公园
里散散步、锻炼身体，每天都很愉快。”努尔
不拉提说。

“我们秉承建设绿色矿山、实现科学发
展的理念，在做好安全规范生产的同时，持
续深入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将矿区打造成
现代化、花园式绿色矿山。”杨志表示，“未
来，公司将继续坚定不移沿着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道路，统筹做好绿色矿山建设、生
态环境保护、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绘就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争当煤
炭行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示范者。”

宝平煤矿矿区的变化是昌吉市整体推
进绿色矿山建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
昌吉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结合实际，通过鼓励支持和强化监
督，积极有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各项工作，
努力提升绿色矿业发展质效。

昌吉市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全过程，坚持以绿色矿
山建设为抓手，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体，
因地制宜、创新机制，切实提升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保护水平，引领和带动传统矿业转
型升级，提升矿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实现矿区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
化、资源利用高效化、企业管理规范化、矿
区社区和谐化，是我们为之努力的方向。”
昌吉市自然资源局矿管科科员陈学龙说，

“我们将持续督促辖区内符合条件的矿山
企业积极开展绿色矿山创建工作，进一步
提升辖区内绿色矿山建设标准，持续深化
绿色矿山建设，加大绿化种植面积、美化矿
区环境，提高员工居住条件，努力打造‘花
园式’绿色矿山企业，确保企业向绿色、循
环、低碳发展方向迈出坚实步伐，构筑更加
牢固的生态安全屏障。”

“小积分”激发“大活力”

昌吉州社会保险中心

探索党员管理新模式

从“灰色记忆”到绿色希望
——昌吉市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的生动实践

本报记者 左晓雨 通讯员 付桂萍

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塔西河村生态循环农场里，虫子吃“垃圾”，鸡吃虫子，虫子变生物肥……

三种小虫子 衍生“金链子”
本报记者 明文团 通讯员 胡伟杰

近日，昌吉州文联驻玛纳斯县北
五岔镇魏家场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积
极争取乡村振兴项目资金90万元，自
筹资金82万元，配套建设高标准农田
砂石路11.5公里，为村民打通农业发
展“快车道”。图为砂石路施工现场。

郎吉超 摄


